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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2018年10月,昌吉州人民政府牵头,州生态环境局落办,组建了昌吉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(以

下简称“州指挥中心”),并于2019年,“乌-昌-石”区域四县市分别组建县市分指挥中心。后以州指挥

中心为核心,第三方服务为支撑,各县市分指挥中心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、协调推进,上令下达、形成集

监测、预警、指挥、执法、管理五位一体的环境监管体系,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有力支撑,持续推动昌

吉州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。 

[关键词] 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；昌吉州；环境监管；网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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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、公众

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以及对环境质量的

要求显著增加,都对环境监管工作提出了

更高的要求[1]。在实际操作中,因为技术、

管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,较偏远等末端地

区的环境监管较为薄弱,存在监管不及时

甚至有漏洞的问题,加强和改善对环境的

监管模式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和艰巨。为

了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的监管要求,必须

推动环境监管模式的转变,以环境监管网

格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,分析其在大气污

染防治中的实际价值。 

1 研究背景 

2019年,昌吉州通过强有力的大气

污染防治管控,空气质量上取得了一定

改善,其中昌吉市(代表昌吉州参加考

核)PM2.5年均浓度57微克/立方米,较

2018年同期对比下降5%,但是距离自治

区人民政府2018年9月20日印发的《自治

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

(2018-2020年》中要求的目标值(到2020

年昌吉市PM2.5平均浓度要达到36微克/

立方米)仍有一定距离,与自治区党委、

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,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。 

2 研究目的和意义 

近几年,环境监督网格化管理已经

成为重要方式之一,可实现省与市、县、

镇(乡、街道)、村居(社区)等各级网格

之间高效的协作,推动环境监管由原有

的被动管理型向主动服务型发展,实现

管理工作的多元化、互动性以及开放性,

由临时突击型向长效管理型转变。环境

监管网格化管理这种技术的应用能产生

什么成效和存在什么问题？我们需要针

对环境监管网格化管理技术及其相关内

容展开深入剖析,同时针对其发展的可

行性进行研究,提出改进基层网格化环

境监管运作效率的建议[2]。  

3 国内研究现状 

网格化环境监管是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部署,国办发

〔2014〕5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严格依法

保护环境,推动监管执法全覆盖,对各类

环境违法行为“零容忍”。汪善翔提出,

应该利用网格化管理推动民众本位替代

过去的政府本位,将服务民众需求作为

新的模式,把民众需求作为模式启动的

开始,同时将模式的结束也改为民众需

求,使服务实现循环封闭[3]。  

4 研究概况 

昌吉州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,组

建了昌吉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,明

确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员职责,制定工作

流程,开展日常运行工作。 

4.1搭建组织机构。昌吉州指挥中心

于2018年底建设成立,总指挥长、副指挥

长由州人民政府领导担任,成员单位有

州生态环境局、发改委、工信局、住建

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气象局、各县市人民政府、各园

区管委会。 

4.2强化科技支撑。为实现区域空

气质量全监测,污染传输看得明说得清

目的,昌吉州在共布设微型站226台；搭

建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,涉废气企业75

家,涉废水企业40家,安装在线监控共

计659套；安装高空瞭望监控系统3套,

可监控半径5公里范围内环境污染情

况；实施车载走航监测和无人机巡航监

测技术手段。 

4.3运行情况。2019年,通过大数据

平台数据监控、指挥调度、污染源现场

巡查检查、重污染天气会商,昌吉州大气

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： 

(1)“人防+技防”实现全方位覆盖

无盲区。为实现污染事件及时发现、快

速处置,州指挥中心充分利用现代化数

据分析平台结合人工巡查对区域空气质

量进行实时监控。合计布设空气自动监

测设备11台,微型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设

备226台,安装企业污染源在线659套(合

计115家)、高空瞭望系统2套,并在“乌-

昌-石”区域设置网格员1845人,初步形

成了“人防+技防”、上下联动、精准监

控、群防群治的大气污染防控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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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州、县两级指挥中心协同治理,

及时发现、快速有效处置环境污染事件。

2019年,州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中心充分利

用大数据平台实时在线监控,结合网格员

巡查及时发现、快速上传、有效处置各类

大气污染有效事件,截至12月31日,共计

处置污染事件3127件,主要事件类型为施

工扬尘(34.6%)、道路扬尘(15.41%)、交

通污染(4.92%)以及秸秆焚烧(3.58%)。 

(3)协调重污染天气会商、预警,加

强企业减排管控,管控效果明显。州县两

级指挥中心积极参加重污染天气会商和

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工作,同时联合各

职能部门加强对应急减排企业的监

管,2019-2020年冬防期内管控效果明

显。2019年10月16日-12月31日,昌吉州

七县市、一园区六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同

期对比实现“四降两平”,SO2、NO2、PM10、

PM2.5浓度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9.1%、

3.2%、29.9%、13.8%,CO、O3较去年同期

持平。(见图1) 

5 存在问题 

5.1网格化运行管理机制和考核机 

 

制不完善。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强调的

是监管职责,落实的是责任。在实际工作

中环保部门能够落实到科室、责任人,

但其他职能部人员流动大,部门之间协

调沟通不畅,文件中虽然明确了部门职

责,但各部门运行情况无法掌握,缺乏有

效的考核奖惩措施,导致网格化环境监

管各项工作推进缓慢。 

5.2基层网格监管力量薄弱。网格化

环境监管需要上至政府、下至人民合力

参与的一项工作,目前各县区镇、街道办

事处有的成立了环保办公室,有的没有

成立,环保办公室大多人员力量薄弱,大

都未经相关业务培训,远远不能满足网

格化监管工作需要。 

5.3州县两级事件上报渠道差异,为

污染类型分析带来阻碍。目前县市事件

上报渠道多样,包括钉钉、微信、QQ群、

调度平台等上报事件,州指挥中心无法

做到实时监督,且事件类型上报统计分

析困难。对分析各时段主要污染类型造

成一定的困难。 

6 对策及建议 

6.1强化监管考核体系。强化责任追

究,建立责任与奖惩体系。严格落实地方

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,强

化环境监管责任,对工作成绩突出的部

门和个人,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,对网

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进展不利,

以及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环境保护职

责的,要依法依规严格问责。 

6.2建立专职队伍,开展网格化管理

培训。以环委会为依托,选拔高素质、有

能力的专职网格负责人及工作人员,明

确职责任务考核管理等,组建专业化的

网格管理队伍。在加强完善县级环保部

门按区域派驻监管执法机构的基础上,

乡镇(街道)相关机构加挂环境保护办公

室牌子,明确专职工作人员,一般不少于 

3人。另一方面建立完备的网格工作人员

教育培训机构,对基层网格工作人员进

行环保法律法规、环保专业知识的经常

性教育和培训。 

6.3强化科技支撑,统一事件上报

平台。在全州部署统一的调度管理系统,

实现州县两级指挥中心统一事件上报平

台,便于事件上传、下达,统计分析,重点

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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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2019 年 10 月 16 日-12 月 31 日昌吉州六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变化 


